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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系列:体育法学(第2版)》是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体育事业的发
展需要出发，结合我国法学和体育专业教学与研究的特点，阐述了体育法学的基础理论，探索体育法
治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并提出了基本的解决思路。
在编写过程中，参考并吸收了国内外有关专家的著作、教材和相关的论文研究成果。

《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系列:体育法学(第2版)》以最新体育立法为基础，注重阐释体育法学
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制度。
通过修订，《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系列:体育法学(第2版)》内容上更加丰富，体系上更加完
善。
适合体育院校和法律院校师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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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董小龙，男，中共党员，1960年7月生，陕西省咸阳市人，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1984年从西北政法学院法律专业毕业后留校工作，1996年在陕西师范大学在职攻读政治经济学硕士研
究生。
现任西安邮电大学党委书记。
兼任亚洲体育法学会执行会长，中国法学会体育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篮球运动发展研究会执行理事
长，中国政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会理事，西北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陕
西省政治学会会长，陕西省体育总会副主席，陕西省体育文化艺术协会名誉主席等社会职务。
长期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和教学工作，从事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公共管理和体育法学等教学与研究工
作，承担研究生和本科生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体育法学》、《中西方政治思想史》、《管
理学》等课程教学任务；先后发表研究论文50余篇，其中论文《后奥运时期中国体育法制建设理论与
实践构想》被《新华文摘》转摘。
先后编著和主编《爱国主义与中华文明》、《思想道德修养新编》、《体育法学》、《中华民族爱国
主义史论》等著作和教材10余部，其中《体育法学》作为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国内
外获得较高评价，被韩国出版社购买版权。
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1项，主持参与完成省部级项目10余项。
 郭春玲，女，1971年1月生，天津人，教授，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研究生导师。
现任西安体育学院社会体育与休闲体育系党总支书记兼副主任。
近二十年来，在担任《体育法学》、《经济法》、《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和从事繁忙
的行政工作的同时，勤奋耕耘于法理学、体育法学、法治和司法理论等领域。
先后主持“我国体育立法及法律体系研究”、“中国足球运动员转会的契约管理研究”、“《全民健
身条例》实施中行政权监督机制研究”、“陕西省体育休闲产业发展的法律环境研究”等4项省部级
课题，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体育社团改革的法治环境研究”的研究，同时参与了其他6项省
部级课题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与人合著、参与教材两部，获得各类
科研与教学成果奖9项，对学术研究、立法和司法实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体育法学>>

书籍目录

第一编总论 绪论 一、体育法学的概念和地位 二、体育法学的体系 三、研究体育法学的指导思想和方
法 第一章体育法概述 第一节体育法的概念 一、体育法的概念和调整对象 二、体育法的基本原则 第二
节体育法的本质与特征 一、体育法的本质 二、体育法的特征 第三节体育法律关系 一、体育法律关系
的概念 二、体育法律关系的构成 三、体育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 第四节体育法与其他社会现
象 一、体育法与经济 二、体育法与体育政策 三、体育法与道德 四、体育法与科学技术 第二章体育法
的产生和发展 第一节体育法的产生 一、体育活动中的习惯阶段 二、体育活动中的规则阶段 三、体育
活动中的法规范阶段 第二节我国体育法的发展 一、清政府时期 二、民初、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三、国
民党政府统治时期 四、新中国体育法发展时期 第三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我国的体育法制建设 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体育法制 二、体育法制建设的现状 三、加强和完善体育法制建设 第三章体育法
的地位 第一节体育法的地位含义 第二节体育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 一、体育法是法律体系中的独立
的部门法 二、体育法是一个重要的部门法 第三节体育法与相关法的关系 一、体育法与宪法的关系 二
、体育法与行政法的关系 三、体育法与民法的关系 四、体育法与国际体育法的关系 第四章体育法的
体系与渊源 第一节体育法的体系 一、体育法的体系概述 二、我国体育法的体系 第二节体育法的渊源 
一、宪法 二、法律 三、行政法规和规章 四、地方性法规和规章 五、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 第五章体育
法的制定和实施 第一节体育法的制定 一、体育法的制定概述 二、体育法的制定程序 三、体育法的效
力 第二节体育法的实施 一、体育法的执行 二、体育法的适用 三、体育法律责任和法律制裁 四、体育
法律奖励 五、体育法律监督 第二编体育法律制度 第六章体育管理法律制度 第一节体育管理概述 一、
体育管理的产生与发展 二、体育管理的概念和特点 第二节体育管理法律制度的地位及体系结构 一、
体育管理法律制度的地位 二、体育管理法律制度的体系结构 第三节体育管理行为的法律原则 一、体
育管理行为的概念和特点 二、体育管理行为的法律原则 第七章社会体育法律制度 第一节社会体育概
述 一、社会体育概念与基本特征 二、社会体育的法律地位 三、社会体育活动的原则 第二节社会体育
基本法律制度 一、社会体育的组织与管理 二、《全民健身计划纲要》 三、体育锻炼标准 四、社会体
育指导员制度与职业标准 五、国民体质测定与监测 第八章学校体育法律制度 第一节学校体育的地位
、任务与管理的基本规定 一、学校体育的法律地位 二、学校体育工作的基本任务 三、学校体育工作
原则与组织管理 第二节我国学校体育的基本法律制度 一、体育课教学 二、课外体育活动 三、课余体
育训练和体育竞赛 四、体育教师、体育场地设施 五、学生健康检查和体质监测 第三节学校体育中学
生伤害事故的法律责任 一、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界定 二、学校体育中学生伤害事故的责任认定 第九
章竞技体育法律制度 第一节竞技体育的概念及特征 一、竞技体育的概念及构成 二、竞技体育的特征 
第二节，竞技体育的基本法律制度 一、竞技体育的组织与管理 二、运动训练 三、运动竞赛 四、技术
等级 五、培训 六、奖励 第三节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的权利与义务 一、运动员的权利和义务 二、
教练员的权利和义务 三、裁判员的权利和义务 第四节体育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 一、体育知识产权的
概念 二、体育知识产权的内容 三、体育知识产权保护途径 第十章体育社会团体法律制度 第一节体育
社会团体概述 一、体育社会团体的概念与特征 二、体育社会团体的分类 三、我国主要的全国性体育
社会团体 第二节体育社会团体的法律地位与管理机制现状 一、注册 二、组织章程 三、决策方式 四、
经费支出 第三节体育社会团体基本法律制度v 一、体育社会团体的成立 二、体育社会团体的章程 三、
体育社会团体的权利与义务 四、体育社会团体的登记、变更与注销 五、对体育社会团体监督 六、法
律责任 第十一章体育产业法律制度 第一节体育产业概述 一、产业的概念 二、体育产业的概念 三、我
国体育产业的定位和范围 第二节我国体育产业的基本法律制度 一、体育产业的国家宏观调控 二、体
育产业的市场准入 三、体育市场的管理 四、体育主体产业的特殊法律制度 第三节我国体育产业法制
建设的完善 一、我国体育产业的法制现状 二、我国体育产业法制建设的现实意义 三、我国体育产业
法制建设的目标及基本内容 第三编体育纠纷的解决机制 第十二章体育纠纷概述 第一节体育纠纷的概
念和特征 一、概念I 二、特征 第二节体育纠纷的种类和范围 一、体育纠纷的种类 二、体育纠纷的范围
第三节体育纠纷解决的主要途径 一、诉讼渠道 二、非诉讼渠道 三、仲裁 第十三章体育纠纷的调解与
内部处理 第一节体育纠纷的调解 一、调解概述 二、体育调解的适用范围和种类 三、体育调解的程序 
四、调解的局限性 第二节体育行会内部纠纷处理 一、体育行会内部纠纷概述 二、体育行会的内部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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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处理机制 三、体育行会内部纠纷处理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第十四章体育纠纷的仲裁 第一节体育仲裁
概述 一、体育仲裁 二、体育仲裁的特征 三、体育仲裁的性质 四、体育仲裁的原则 五、体育仲裁的范
围 第二节体育仲裁的基本制度 一、国外体育仲裁制度基本状况 二、建立我国的体育仲裁基本制度 第
三节体育仲裁机构的设置及程序 一、体育仲裁机构的设置 二、体育仲裁程序 第十五章体育纠纷的诉
讼解决 第一节体育诉讼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则 一、体育诉讼的概念和特征 二、体育诉讼的种类 三、
体育诉讼的基本原则 第二节体育民事诉讼基本制度 一、民事审判机构及其受案范围 二、管辖 三、财
产保全和先予执行 四、审判组织与回避 五、体育民事纠纷的审判程序 六、执行程序 第三节体育行政
诉讼基本制度 一、行政审判机构及其受案范围 二、管辖 三、行政审判的程序 四、执行程序 第四节几
类具体体育纠纷的法律解决 一、关于体育财产权益权属纠纷 二、体育合同纠纷 三、体育侵权纠纷 四
、体育行政纠纷 附录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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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3.发展性原则。
我们要总结历史，面对现实，放眼未来。
体育实践丰富多彩，体育领域中的各种新事物、新现象层出不穷，因此体育法的体系的内容和形式，
就要满足不断变化着的社会和体育发展的要求。
同时，也要考虑到体育事业未来的发展而有前瞻性和发展性。
 （二）建立我国体育法的体系的意义 随着世界体育事业的发展和各个国家对体育事业的于预的加强
，各国陆续出台了体育法律规范，并出现了20世纪中叶以来的世界性体育法学研究热潮。
同时，随着我国法治建设进程和市场经济的建立，要求把体育纳入法治轨道，这就需要有完善的立法
予以保障。
体育改革与发展对体育法治的整体性要求，需要建立一个内容功能齐全的体育法的体系。
体育法的体系的建立能为体育改革和发展提供完备的法律保障，有利于体育法律规范之间的协调配套
，有利于我国体育法制建设。
 二、我国体育法的体系 国家为了实现对体育事业的管理，为了调整在体育活动中各主体之间的权利
义务关系，制定和颁布了大量体育法律规范。
这些体育法律规范，根据它们调整内容的分布不同进行划分，可以分为三大类： （一）体育综合法 
体育综合法是宪法以及行政法、民法等基本法律中有关体育事业的原则性规定的法律规范总和。
尤其是宪法，明确了体育法律应坚持的基本指导思想并指明了体育法律的立法依据。
这类综合法包括：宪法、民法通则、物权法、公务员法等。
 （二）体育专门法 体育专门法是专门规范体育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
体育专门法是体育法的体系的主干，为体育实践工作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据。
体育专门法包括：体育组织管理法、社会体育法、学校体育法、竞技体育法、体育产业与经营管理法
、体育科研与教育法、体育对外交往法、体育保障法、军事体育法等。
 体育组织管理法主要是从整体上规范我国体育的地位和发展方向、体育的基本管理模式及某些内务工
作。
主要体现了国家对各级各类体育机构及其活动进行总体规划和宏观管理的法律规范。
这部分法律规范起到总体规划的作用，对整个体育事业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包括体育组织管理、体
育计划与评估、体育文档、资金管理等。
各级各类体育机构和组织，根据国家发展体育事业的方针、政策、性质、规模、编制及职责范围，其
行为都必须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这样才能发挥其各自的应有作用。
如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及基层协会、中国奥委会、中国单项体育协会、体育院校、体育出版社等。
 社会体育法是对社会各领域中广泛开展的群众性体育活动进行规范、管理和保障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所谓社会体育包括：城市体育、农村体育、老年人体育、伤残人体育等。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把“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视为一项重要事业，中央各部门针对开
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制定了大量促进社会体育发展的法律法规。
50年代建立的《劳动卫国体育制度》，70年代以后形成的《体育锻炼标准》，90年代以后颁布的《全
民健身计划纲要》、《全民健身条例》均具有代表性。
 学校体育法是对以学校教育形式实施的有组织的体育活动以及相关的工作和条件予以规范和保障的法
律规范的总和。
在教育行政部门和体育行政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学校体育立法取得了较好的进展。
这部分法律规范包括学校体育综合管理、体育教学、课外体育活动、学校体育训练与竞赛、学生体育
合格标准等。
 竞技体育法主要是对高水平运动训练和竞赛以及相关工作进行规范和保障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由于竞技体育是国内外体育交往活动中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在我国原有的体育宏观管理中又多侧重于
竞技体育，使现有的竞技体育法律规范在整个体育法律规范中占有较大的比重。
这部分包括运动项目管理、运动队管理、运动训练与训练基地、运动竞赛制度、竞赛记录、竞赛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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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体育产业与经营管理法是调整体育活动中一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确立和日益发展中，我国的体育产业和体育市场得到了迅速发展，并正在成
为国民经济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这无疑需要专门的法律规范对其予以规范和保障。
这部分内容包括体育器材与物资、体育产业经营、体育场地与设施的建设和管理、体育产品质量、体
育无形资产保护等。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体育法学>>

编辑推荐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体育法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